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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通过本次会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决议、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决议和政治决议
尹力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魏小东主持 殷勇李秀领刘伟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代表中共
北京市委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市政协主席魏小东主持会议。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

领，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伟出席闭幕会。
市政协副主席崔述强、张家明、卢彦、王红、林抚生、刘忠

范、陈军、燕瑛、王金南，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韩昱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程红同志不再担任副主席的决定》；
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魏小东说，这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决策部署，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认真
履行委员职责，围绕事关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

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深入协商、广聚共识，取得重要成
果，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机活力。这是一次民
主、团结、奋进的大会。

魏小东说，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
立 75 周年，做好市政协全年工作意义重大。要牢记“看
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
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内化转化，健全完
善学习贯彻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要进一步提高议政建言的质量和水平，
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找准党政
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的结合点，大兴调查研究，深入
协商议政，强化监督落实。要把凝聚共识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发挥统一战线组织优势，加强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的联系合作。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
制，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各位委员要同全市人民一
道，坚定信心、开拓奋进，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的北京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游钧、陈健、莫
高义、夏林茂、付文化、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齐静、张建
东、庞丽娟、闫傲霜、侯君舒、于军、李颖津、谈绪祥、高朋、司马
红、隋振江，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寇昉、朱雅
频，市政府秘书长穆鹏出席闭幕会。

三大文化建筑即将满月，三位代表发出邀请——

请来三大建筑 为它们庆贺满月
本报记者 赵鹏 曲经纬

起笔是世界眼光，
落笔是时代标杆，即将

“满月”的北京城市副中
心三大文化建筑自2023
年 12 月 27 日全面开放
运营以来，已成为市民
的文化中心。在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代表们为市民带来一连
串喜讯，三大文化建筑
共享配套设施项目已全
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
将为市民带来 1700 个
共享停车位。不仅如
此，一季度北京城市图
书馆将力推 300 多项活
动，北京艺术中心也会
奉上 55 场演出和 70 余
场次艺术活动。

来自通州团的市人大代表、北投集团董事长李长
利介绍，截至目前，北投集团在城市副中心承担项目超
过 320个，总投资额超过 5100亿元。副中心三大文化
建筑不仅多方面达到世界级标准，还推动国产制造与
技术进入国际一流水平。

北投集团作为三大文化建筑项目全过程代建单位，
李长利介绍，对标国际标准，北京艺术中心项目荣获欧
特克设计与制造国际大奖，其声学设计由比利时卡尔公
司完成，歌剧厅中频满场混响时间为1.5±0.1秒，音乐厅
中频满场混响时间为2.2±0.1秒，经实测达到世界顶级
音质效果。此外，剧院项目的舞台尺寸同国家大剧院完
全一致，实现了演出剧目无缝衔接、同步上演。

北京城市图书馆实现世界首例超高玻璃幕墙的生
产安装，其最高玻璃幕墙高 16 米、宽 2.5 米、重 12 吨。
这一幕墙实施建设推动我国玻璃原片制造、高大玻璃
深加工胶合及超高幕墙施工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藏在图书馆地下的国内最大“智慧机械书库”可储存
715 万册图书，为读者带来智慧化图书检索借阅新
体验。

如今，在三大文化建筑围合区域，藏在景观公园下
的共享配套设施项目已全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将逐
步启动招商。“这一项目集餐饮服务、商业配套、共享停
车、地铁交通、能源保障等功能于一体，设置了 1700个
共享停车位，将为前来三大文化建筑及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的游客提供高品质商业配套服务，打造成国际一
流的商业共享空间。”李长利说。

截至今年1月20日，开馆尚未满月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已迎
来读者逾30万人次，日均读者人数过万。市人大代表、首都图
书馆馆长毛雅君介绍，今年是城市图书馆正式开馆首年，首图一
季度将在城市图书馆开展横跨六大主题的300多项活动，为副
中心乃至全市营造节日气氛和书香氛围。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本市要举办首都市民系
列文化活动 1.6 万场，推进“书香京城”“博物馆之城”建设。
对此毛雅君建议，本市应继续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推进
阅读身边化，让书香溢满京城。

毛雅君认为，北京6100多家四级公共图书馆体系已经覆
盖街乡，公共服务更加优质。本市可推动实体书店、交通工
具内部及公交车站等候车空间、城市家具、公园等公共空间
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营造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
实现“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

她还建议本市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发挥北京科技和文化优
势，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融合发展。在她看来，打造新
型文化空间，推动建筑可阅读，让文化立体可感，不断提升市民
审美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助力城市形象和文化文明的进步。

城市图书馆集建筑之美+阅读之美+艺术之美+智慧之美
于一体，可满足读者学习知识、感受艺术、体验创新等多元文化
需求。“在城市图书馆，市民能享受到零门槛、全年龄、全时段，
免费免预约的公共文化惠民服务。”毛雅君说。

她表示，元旦假期三天城市图书馆读者超 8 万人次，其
中，2023 年 12 月 31 日读者高达 3 万人次，热度超过环球影
城。自开馆至今，城市图书馆已外借图书近3.7万册，有一万
多人新办“一卡通”读者证。

昨天，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图为大会主席台。 记者 贾同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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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利代表：

三大文化建筑共享配套设施施工收尾

日前，记者从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获悉，
2023 年前 11 个月，通州园 207 家重点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189.9 亿元，同比增长 3.7%，园
区全部经济指标实现正增长。

2024年中关村通州园将加速独角兽企业和
腰部企业集聚，重点打造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高
精尖产业集群，加快引入落地一批高能级创新
资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一批科
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项目。

构建“创新设计”特色产业

通州园是副中心“科技创新功能”的主要
载体。2023年1至11月，通州园207家重点企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89.9 亿元，同比增长
3.7%；总收入实现 596.1亿元，同比增长 4.8%；
利润总额实现 59.7 亿元，同比增长 44.9%；研
发经费支出实现 20.3亿元，同比增长 0.9%；人
均税费实现 8万元/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实
现3.4%，园区全部经济指标均实现正增长。

目前，通州园已有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401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32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257家（占全区 82.1%）、单项冠军企
业1家、上市企业10家（主板上市6家、科创板
1家、创业板1家、北交所1家、港交所1家），一
个产业体系完整、集聚效应凸显的高新企业矩
阵已逐步形成。

四大功能区打造产业高地

通州园聚焦张家湾设计小镇、国家网络安
全产业园区（通州园）、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
于家务国际种业产业园四大重点功能区，正在
打造副中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高地。

据介绍，张家湾设计小镇已纳入北京自贸
区国际商务片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先导区范围，小镇以创新中心、未来设计
园区、北投智汇园、北泡轻钢和珠江地块提升
改造为载体，先后引入北建院、北咨为代表的
设计类企业，以慧云数智、德火科技为代表的
元宇宙应用类项目，以北京能源协会、国电投
等为代表的绿色能源类企业等共 497家。“副
中心设计之心”“区块链+数字货币”“智慧生
活实验室”“AI工程管理平台”等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正在逐步推广，
副中心“建筑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已在小镇实现试点。

2023年，“北京市通州区网络安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北京市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这也是副中心首个被市级部门认定的特
色产业集群。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通州园）定位为国家网络安
全高端产业集聚示范基地和网络安全领军人才培育基地的主要承
载区，现已引进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北京卫达信息技术、技德
系统技术等网络安全相关企业210家。

伴随着筑巢工程的实施，漷县圣氏科技产业园（益生祥明科技产
业园）在北京市2023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宣布正式开
工。产业园项目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将建成中国北
方最大的大动物实验基地、医药健康产业高地。事实上，漷县医药健
康产业集聚区定位为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园，现已建成建筑面积
102万平方米，集聚区内配套有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副
中心养老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前景广阔。

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是唯一纳入中关村示范区的国家现
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为重要突破方向，以种
子科技创新为核心，正推进种质资源库、种业园区物联网控制中
心、研发中心、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等项目建设。园区已集聚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4家高校院所，以及先正达集团、法
国利马格兰、北京市京研益农等6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正在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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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雅君代表：

城市图书馆一季度将办300多项活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擦亮“大戏看北
京”文化名片，让文艺演出更加精彩纷呈。截至目
前，北京艺术中心共奉上 15 场演出和 85 场不同
类型的艺术活动，累计接待观演观众约 1.1 万人
次，平均上座率超 90%。市人大代表、国家大剧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志祥介绍，北京艺术中
心今年一季度将推出 55场演出和四类 70余场次
艺术活动，带来高质量的“艺术大餐”。

作为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布局之一，一批
大剧院自制重量级节目引入副中心。今天，国
家大剧院原创剧目《林则徐》首次在北京艺术
中心登台亮相，连演 4 场至 28 日。濮存昕、徐
帆、洪涛、关天栋等“老戏骨”同台出演。目前
票已售出九成。

北京艺术中心还探索舞台之外的新经营发展
空间。市集、空间雕塑展览、艺术品布置、文创售
卖、艺术电影播放等板块一经推出就备受欢迎，走
出综合艺术空间实践之路的第一步。

“目前，北京艺术中心演出的平均销售率在
90%以上。这让我真切感受到通州及周边地区
观众文化消费的强烈愿望。”李志祥说。他建议
加强城市副中心、中心城区及北三县等交通网
络一体化规划建设，完善轨道交通、市郊铁路、
地面公交以及共享单车等交通设施的衔接。继
续强化三大文化建筑周边交通服务保障，提高
公共交通效能。

李志祥代表：

北京艺术中心演出平均上座超九成

夜幕下的北京艺术中心。记者 唐建/摄


